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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一、学科概况 

该校拥有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四个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009年，中共党史（含中共党

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和教育厅列为全省“优势特色重

点学科”，并列入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该校党史党建研究机构设有：1、党史教研室，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

究；2、党建教研室，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执政党建设、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的教学与研究；3、地方党史研究所，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党史、抗日战争中国劳工史的教学与研

究。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重点研究中央三代领导核心，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的经验与教训，近年来发展的科研成果，都属于这方面的，今后将继续在这个领域

中做出不懈的努力。 

学校本着开放办学的方针，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现已同俄罗斯、朝鲜、美国、英

国、丹麦、比利时、韩国、越南等国家的研究机构或院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三、师资队伍 

中共党史专业教授简介： 

刘贵田，1949年生人，现为党校党史党建教研中心主任、教授。1996年获辽宁省委、省政

府授予的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称号，1999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社会科学院特

邀研究员，辽宁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全国党校系统党史教学与研究专业

委员会事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主要论著有：《中共满洲省委

史研究》、《丰碑——八十年奋斗与辉煌》（辽宁卷），《中国共产党辽宁史》、《论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等。 

戴茂林，1957年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先后于延边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被评为教授。出版《王明传》等几部著作，发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

导权力转移的类型、特点与启示》等多篇学术论文，负责并完成了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正确分析形势的思想研究。 

李秉刚，辽宁海城人，1948年生，197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中心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教授。1980年参加东北三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编委会，开始从事东北地方历史研究。主要成果有：《中华英烈碑文选》（主编）、《辽宁人

民抗日斗争简史》（专著）等。1999年起，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日本侵华

期间辽宁万人坑的调查研究”、“日本奴役东北劳工调查研究”等课题，并主持开发了《中国

二战劳工网》网站。 

    魏子扬,1957年2月生，辽宁鞍山人。1983年7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1988年毕业于东

北三省联办的党史研究生班。1998年任《党政干部学刊》编辑部主任，兼任全国党校系统期刊

研究会常务理事，2000年晋升为中共党史教授。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党政干部论

坛》、《理论前沿》等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在红旗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有关党史、党建方面著述10余部。 

李秀华，1952年3月生，1970年参加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

    



毕业。现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华商经济学院常务院长。在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科研的长期实践

中，公开发表科研成果60多项，其中专著一部，教材和编著15本，国家级论文8篇，省级论文

30多篇，完成省级课题两项，国家级课题一项，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在国家级学会一二等

奖，省部级二等奖和省党校系统奖。 

    赵晓光，略。 

党的建设专业教授简介： 

金晓钟，1950年9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党建学教授。兼任辽宁省党校系统党建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共辽宁省委与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辽宁

省党校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辽宁省委党校学术委员和教材编审委员。从事党建教学与研究

工作24年，先后在国内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80余篇论文和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加强党建学科

研究的宏观思考》、《执政党整体机制初探》、《关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公开选拔任用

干部机制研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新贡献》、《江泽民对邓小平党建理论的

创新与发展》、《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最新理论成果》等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价值。公开出版的各种党建专业书

籍共30余部，其中撰写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简明辞典》、《中共党建教程》、《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员教育丛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学》、《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

研究》、《江泽民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执政党建设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专题研究》等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在全国党建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先后主持和完成国

家重点课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和省重点课题——

《江泽民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参入国家课题研究2项，省课题研究5项。科研成果获国家

级奖3项、省部级奖9项、校级奖18项。主要研究方向是执政党的建设。 

王建中，汉族，1955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研究生学历。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76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至1977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家机局工作，曾任副局长，1977年至

1978年任敦化市秋梨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至1982年延边大学政治系学习。1982年至

1984年在敦化市委宣传部工作，1984年任敦化市东江乡乡长，1985年任敦化市委党校副校长。

1986年8月至1988年9月在东北三省党校联办的党建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88年调入辽宁省委

党校党建教研室任教，1994年8月任党建教研室副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西藏那曲地委党校

副校长，1998年7月任辽宁省委党校函授学院副院长，1998年10月任省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

1993年8月评为副教授，1998年7月评为教授。主要论著有：《党务工作技术指导》、《邓小平

建党思想论》、《纪检工作教程》（获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二等奖）、《民主集中制研究》、

《党务工作学》等著作；《党的建设要有新创造》、《共产党员要正确对待商品经济》、《经

济建设与反腐败的辩证关系》（分获省委党校优秀论文特等奖和一等奖）、《论“灌输论”》

（获校优秀青年科研成果二等奖）、《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论文。

1995年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唐晓清，1955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年——1986年在中央党校党建

研究生班学习，现为党建教研室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党建教学科研工作。校内主讲专题主要

有：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改革开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内

监督；系统讲授的课程主要有：党的领导学、思想政治工作学、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纪检心

理学等。著有《党务工作原理》、《党务工作管理》、《党务工作制度》、《论新时期党

性》、《党性问题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与党的建设》等专著，主编有《执政党建设基

本原理》、《党务工作心理学》、《党政干部心理学》、《党的建设专题研究》、《党务工作

技术大全》等三十余部编著和辞书；在《求是》、《光明日报》、《党建研究》、《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内部文稿》、《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等刊物

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参与了三项国家课题研究，主持了省级课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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